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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越南紡織成衣的出口，2012 年來到 169 億美元，越南因具備勞動成本低廉及關稅

上的優勢，成衣的出口短短數年內成倍數地成長，成為越南製造業出口最多的業別。其

快速地崛起與外資投資有高度相關，外資又以南韓及台灣的佈局最深，紡織成衣在越南

的佈局，促使台韓紡織業的競爭延伸至越南。大體而言，台灣和韓國生產的品項大致上

是有所區隔的，韓國以零售品牌、流行服飾或休閒服飾為主，而台灣以運動或機能性服

裝為主，雖然產品市場有所區隔，但仍有重疊市場的部份，彼此的競爭、競價行為常有

所聞。 

未來在 TPP 的加持之下，越南的成衣業勢必更加火熱，但目前越南成衣原料 7~8

成皆需進口，正面臨國內原料不足的問題。TPP 協議美國提出「yarn forward」原產地

證明的要求，會員國的成衣銷售至美國可享受免關稅的優惠，但前提條件必須從紗開始

認定，原料必須是來自於會員國的「紗」。「yarn forward」對越南而言，將是短空長多，

短期的陣痛將促使越南進一步的結構調整，完整地把附加價值留在越南國內，越南的台

商也將積極對上中游供應鏈的整合，有效地掌握原料來源，將強化成衣的競爭力。 

在越南競爭力的部份，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台韓雙方的競爭力，包括行銷能力、製造

能力、研發能力及人力資源，發現台灣與韓國的競爭力其實是不相上下，唯研發能力台

灣有顯著優於韓國，由於高度相似性，造成彼此間的競爭，而研發能力較強的台灣，自

然而然在機能性服飾的接單變得容易，與韓國的產品及市場有所區隔。 

紡織成衣業的台商在越南的佈局以胡志明市周圍的省份為主，且分佈上中下游，紡

織產業的供應鏈完整，基於公司型態或佈局策略，在越南所採取的商業模式，亦不相同，

本研究將分為三大模式，一為價值擴張、二為專業化生產、三為一貫化垂直整合。在看

好未來越南成衣市場下，台商的動向將進一步擴大本業投資或朝一貫化垂直整合的方向

進行，包括增設上中游廠房，或投資現有上中游台商等方式，加大目前現有的投資與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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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越南在 2001 年與美國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BTA），

並於 2001 年 12 月 10 日生效，越南與美國貿易關係正常化後，憑藉著外國技術的引進

及優越的勞動力，越南出口到美國的紡織成衣在短短十年間，從幾無出口暴增到突破

60 億美元，超過越南紡織成衣出口 50%，2012 年紡織成衣出口值 169 億美元，對越

南而言紡織成衣業為相當重要產業，開啟了越南紡織成衣的黃金時代。 

越南紡織成衣的崛起，部份歸功於外國廠商的投入，由於越南的低工資及區域整合

FTA 的簽訂，一開始吸引下游成衣業前往越南投資，進而陸續吸引紡織業的上中游廠商

前往設廠，外人投資以台灣及韓國為最，由於韓國紡織業出口結構、全球佈局及技術層

次皆與台灣相近，與台灣紡織業者具有高度的競爭關係，但台灣紡織業對韓國相關業者

的理解事實上相當有限，對韓國競爭力的理解，也僅止於「團結」、「敢衝」、「大財團」

等刻板印象，同時，在資訊的流通上，又有語言溝通上的藩籬，不易取得韓國紡織成衣

的資訊。 

本研究將藉由台韓競爭力的問卷調查、台韓供應商的深度訪談，了解台灣、韓國業

者在越南供應鏈競合關係，該如何定位彼此的競爭、合作角色、進而研擬可行的策略與

行動方案，建議廠商宜盡早規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範疇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台韓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之競爭力為主要範疇，其研究目的

包括： 

1. 越南積極參與區域整合及 FTA 的簽訂：越南以此創造有利的國際經濟戰略位置，目

前東協 ASEAN 目前共有 10 個正式的成員國：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

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2010 年 1 月 1 日與中國建立中國-東協

自由貿易區，形成「東協加一」規模為全球人囗數最多，開發中國家最大的自由貿

易區。未來泛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一旦生效，將更進一步推升紡織成衣產

業的出口貿易，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區域整合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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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越南社會經濟及國際關係現況 

 

越南隨著經濟的開革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及區域整合，讓越南成為紡織成衣的

全球供應鏈重要的一個佈局。越南總體經濟、勞動力及社會的表現，關係著外資投資意

願的高低及步調快慢，同時越南面臨新的挑戰，包括環保問題、勞資問題、價值鏈完整

度、國營企業的轉型等，都是越南在自由經濟導向必須克服的問題。 

 

第一節 越南政經與社會發展 

一、越南簡史與社會發展 

1858 年法軍入侵越南，1883 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1930 年胡志明創立「印度

支那共產黨」，成立「越盟」抗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利用法國崩潰之機會，於 1942

年侵佔越南，扶植「保大」（Bao Dai）為安南皇帝。1944 年，胡志明發動民眾組織游

擊隊作戰，迨 1945 年日本投降，在胡志明主導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

取得越南政權。不久，法國再次攻陷河內，宣佈重建越南政府，由保大皇帝擔任元首，

與胡志明政權對峙。 

1954 年，越共於「奠邊府」（Dien Bien Phu）之役戰勝法國，嗣後並簽署「日內

瓦停戰協定」，以北緯 17 度將越南劃分為二：北方由胡志明領導，稱「越南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南方由吳廷琰領導，稱「越南共和國」（Republic 

of Vietnam）。1967 年 9 月，南越之阮文紹獲選為第二任總統。美國為避免南越被北越

兼併，於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初大舉介入越戰，協助南越對抗北越。迨 1973 年美國停

止軍事援助後，南越陷入孤軍作戰困境，1975 年 4 月 30 日西貢失守。1976 年南北越

正式合併，更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二、經濟表現 

（一）經濟成長與人口 

將 2013 年亞洲新興國家經濟、人口概況整理如表 2-1。亞洲新興國家近年來擁有

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人口數及經濟成長率象徵一國未來潛在的市場規模，而人均 GDP

的高低象徵一國人民的消費能力，由下表可以得知亞洲新興國家未來將擁有龐大的消費

市場商機。IMF 預估越南 2013 年經濟成長率為 5.3%，高於東南亞國的平均值，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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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越南紡織成衣產業分析 

 

在紡織產業中，因成衣業的資本門檻較低，在國際間的移動最為快速，只要當地具

備兩個條件：第一、充沛、優質的勞動力，第二、良好的國際貿易條件，成衣業在當地

可以獲得快速的發展，越南就是一典型的案例。本章除了針對越南紡織成衣的現況、進

出口貿易的分析外，在勞動力及區域整合等重要議題，將在本章一併探討。 

 

第一節 越南紡織成衣產業 

一、越南紡織成衣產業結構分析 

根據 2010 年的資料（Hassen Saheed, 2012），越南紡織成衣共有 3,719 家企業。

紡織業 752 家(20.2%)，包括平織 401 家、紡紗 145 家、針織 105 家、染整 94 家、不

織布 7 家。成衣業為 2,424 家(65.2％)。其他配件 534 家(14.6%)。 

越南紡織成衣主要集中於東南區域 2,157 家，紅河三角洲 1004 家、中北海岸附近

260 家、湄公河三角洲 149 家、北方內陸及山區 112 家及高地 37 家。 

（一）上游纖維紗線業 

2011 年越南最大成衣集團 Vinatex 與越南油氣集團 Petro Vietnam 合資 PVTEX

公司，投入 6 兆越南盾成立越南首家 Dinh Vu Polyester 人造纖維廠，為第一家越南當

地資金成立的化纖廠，該廠座落於海防市 Ding Vu-Hai Phong 工業區，2011 年 7 月中

旬試產，按照國際棉花纖維協會的品質標準年產 17.5 萬公噸纖維，以短纖和長纖等為

主要生產項目，於 2011 年 8 月量產後，將可滿足國內紡織業 40%的原料需求，每年節

省近 4 億美元原料進口。 

2012 年 6 月，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Itochu）在越南南定省投資的紡紗廠將

開工建設，預計 2013 年投產，總投資 1.2 億美元。該投資計畫投產後，將進一步提高

越南紡織紗線的自給能力。 

2002 年台塑集團召集旗下南亞、台化、福懋及金車企業合資成立「台灣興業」，打

造上下游一貫化的紡織專區，主要從事塑膠及化纖的產銷，化纖主要以聚酯為主，2011

年第二季新增的耐隆廠投產，產能分佈如下，紡紗 28.7 萬錠，聚酯纖維 17 萬噸，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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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 

 

第一節 台越紡織成衣進出口貿易分析 

（一）台灣出口至越南 

2012 年台灣紡織成衣總出口金額約為 118 億美元，而輸出至越南金額為 17.7 億美

元，對越南的出口依賴度為 14.9%，略高於韓國。2012 年台灣輸越南紡織成衣金額較

2011 年的 18.1 億美元，負成長 2.5%。2012 年台灣出口至越南的紡織品項比重為纖維

13.2%、紗線 14.1%、布料 67.9%、成衣及服飾品 2.7%、雜項紡織品 2.1%。主要以布

料最為大宗，從 2005 年的 5.9 億美元，成長至 2012 年的 12.0 億美元，出口金額總共

成長一倍。從前章圖 3-11 和 3-12 的比較可以得知，台灣對越南出口的成長力道相較

於韓國及中國大陸薄弱許多。 

越南成衣所需的原料，大都依賴國外進口，綜整訪談廠商解釋原因，一、部分所需

的原料越南尚未生產；二、進口的價格比本地採購便宜；三、國際品牌商採全球採購模

式；四、許多的織染廠所生產的布料亦半數輸出至越南國外的成衣業，非專注於內需市

場。 

 
資料來源：紡拓會進出口資料庫（2013），本研究整理（2013.7） 

圖 4-1 2005~2012 年台灣紡織成衣出口至越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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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韓國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 

 

第一節 韓越紡織成衣進出口貿易分析 

（一）韓國出口至越南 

2012 年韓國紡織成衣總出口金額約為 154 億美元，而輸出至越南金額為 20.8 億美

元，對越南的出口依賴度為 13.6%。2012 年輸越南紡織成衣金額較 2011 年的 19.7 億

美元，成長 5.8%。韓國出口至越南的紡織品相當單一，主要以布料為主，2012 年布料

出口占紡織成衣出口的 72.5%，其餘類別纖維、紗線、成衣、雜項織品各占不到一成；

除了 2009 年外，2005~2012 年布料出口至越南年年成長，2005 年的 6.0 億美元，提

升至 2012 的 15.1 億美元，總成長率為 151.2％，與韓國成衣業在越南有重要大投資及

佈局有關，加上韓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關稅減免促進雙方貿易的熱絡。（參見圖

5-1） 

 
資料來源：台經院進出口資料庫（2013），本研究整理（2013.7） 

圖 5-1 2005~2012 年韓國紡織成衣出口至越南統計 

（二）韓國自越南進口 

2012 年韓國紡織成衣從越南進口金額為 16.2 億美元，較 2011 年的 14.0 億美元，

成長 15.6%。韓國自越南的紡織品進口主要以成衣為主，2012 年韓國從越南進口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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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商與韓商競爭力之比較 

 

台灣與韓國一向具有高度的競爭關係，而競爭主要來自於彼此的實力相當，在紡織

業中亦不例外，前章所提及韓國成衣業的實力及全球佈局的策略，對於台商仍造成不小

的競爭壓力，本章將藉由 AHP 法及問卷的發放，量化的方式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有

助於廠商或產業調整最佳的資源配置。 

 

第一節 優勢指標建立方法 

一、指標的建立方法 

層級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

期由美國運籌學家托馬斯·塞蒂（T. L. Saaty）正式提出。它是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

系統化、層級化的分析方法。由於它在處理複雜的決策問題上的實用性和有效性，很快

在研究領域得到重視。它的應用已遍及經濟計畫和管理、能源政策和分配、行為科學、

軍事指揮、運輸、農業、教育、人才、醫療和環境等領域。 

其流程之前置作業包括確認研究主題、羅列評估要素、草擬層級指標；中段作業包

括協請專家確認層級指標、及成對比較與評估；後段作業則建立比對矩陣、檢驗一致性、

計算指標權重等。（參見圖 6-1） 

 

 

圖 6-1 AHP 分析層級程序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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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利用波特鑽石理論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對越南的紡織成衣作

總結。波特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的有四個因素，包括「生產要素」、「市

場需求」、「企業經營實力」、「相關支援產業表現」等；第二層則和外部環境有關，包括

「機會」、「政府」這兩個因素。以上這些因素形成了完整的鑽石體系。 

 
圖片來源：元智大學「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M.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ce of Nation(N.Y.: The Free Press, 1990) p.127. 

圖 7-1 麥克波特鑽石理論模型 

第一節 結論 

一、 生產要素 

（一）越南勞動成本將持續增加 

台商至越南設廠主要著眼於勞動成本及關稅優惠的誘因，在實際的經營中，仍有缺

工（罷工、跳槽）及工資上漲等問題。由於越南近年來很多外資不斷地擴廠，或新設廠

房，對於勞動需求大增，所以在招募上有些問題，員工容易因薪資差異而跳槽；2013

年一級地區基本薪資為每月 235 萬越南盾（折合新台幣約 3,400 元），2010~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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